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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药品追溯码直指假药、回流药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利用一
种新型便携激光设备，实现了不采血无创检测疟疾，有望
显著改变这一传染病检测状况。

目前，临床医学使用的疟疾检测方法均需要利用血
液样本，而且在实际使用中存在不同的局限性。来自美
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美国阿肯色大学的研究人员
与喀麦隆同行合作，利用名为Cytophone 的便携激光设
备，通过靶向激光和超声波，可检测到血液中被疟疾感染
的细胞。

研究团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
该设备大小相当于一台桌面打印机，把设备的一个非侵
入性小探针放置在被测者手背的静脉血管上，只需要数
分钟就能检测出血管内是否存在被疟疾感染的细胞。

人体感染疟原虫后，血液中的红细胞会积累一种名
为疟色素的副产物，受感染细胞中的这些疟色素具有独
特的磁性和光学特性，当激光照射时，它们会比正常的血
红蛋白吸收更多能量，使得该设备能检测到受感染细胞。

研究团队说，在喀麦隆对成年疟疾患者进行的测试中，
这种新型设备的疟疾检测灵敏度为90%，特异性为69%，与
目前临床医学中疟疾检测常用方法表现相当。但目前的检
测方法都需要采集血样和使用特殊的实验室设备。

研究团队认为，新方法提供了一种“可靠、安全且敏
感”的检测手段。这对于受到疟疾困扰的中低收入国家
尤其重要，有望极大改变全球疟疾检测状况。

新华社上海11月2日电（记者 王
辰阳）“发动机试车结束，参数正常，渗
漏检查正常！”近日，随着东航首架国产
大飞机 C919 试车各项参数正常，商业
飞行国产大飞机C919全球首次更换发
动机工作完成。通过此次换发工作，东
航进一步检验了国产大飞机维修保障
能力，填补了国产大飞机民航维修领域

的一项空白。
在飞机维修项目里，飞机的换发工

作属于高难度的复杂工作之一，本次更
换发动机主要目的是验证国产大飞机
C919 换发程序可行性，提升飞机安全
性。负责换发工作的东航技术公司从
人员资质、文件准备、工装设备、厂房设
施、耗材准备等多个方面研究部署，制

定了详细的方案，确保换发工作安全有
序推进。

飞机发动机的更换主要分为“拆、
装、测”。东航技术公司的机务工程师
历经9天时间，完成了发动机更换、变频
发电机拆装、功率功能测试等60项例行
工作内容和10余项非例行工作，顺利完
成了此次换发工作。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 徐
鹏航）记者2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4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现场谈判已
于近日顺利结束，“扩容”后的新版医保
药品目录预计于11月底对外发布，明年
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从10月27日到30日中
午，国家医保局组织25名来自全国各个
省份医保部门的谈判专家与相关药品企
业开展了现场谈判和竞价，共涉及127家
企业、162种药品，其中医保目录外药品

117种，医保目录内谈判续约药品45种。
参加今年谈判的企业既有诺华、赛

诺菲等外资企业，也有恒瑞、信达等内
资企业；既有罗氏、强生这样的大型跨
国公司，也有康方、云顶新耀这样的新
兴生物医药企业；既有华润等国有企
业，也有齐鲁、扬子江等民营企业。

6 年来，医保谈判新增药品协议期
内销售近 5000 亿元，医保基金支出超
3400亿元。同时，通过集采推动高质量
仿制药替代，腾挪出支持创新药品的空
间，初步匡算，近年来国家推行的药品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为新药耗、新技术的
准入以及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创造了近
5000亿元的医保基金空间。

近期，国家医保局查处了哈尔滨 4
家药店和无锡虹桥医院的欺诈骗保案
件，参与违法犯罪的不仅有医院和药店
的老板、医务人员，甚至也有医患合谋
的情况。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欺诈
骗保危害医保基金安全，呼吁广大群众
自觉抵制并协助打击欺诈骗保行为，让
有限的医保基金发挥最大的保障功效。

近期，野猪现身多地城镇社区，伤
人毁物，频频登上热搜。10月25日，杭
州街头，一头野猪闯入路边店铺；27日，
一头野猪侵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东站
间的高铁联络线，与通过的列车相撞；
27日，北京门头沟区，一头受伤野猪闯
入居民卧室；28日，深圳梧桐山上有野
猪“向游客讨食”……当前，我国28省份
有野猪分布，数量约200万头，且很多省
份数量过高，其中致害省份达26个。从

“保护动物”到“生态公害”，野猪经历了
什么？

分析
野猪出没原因几何？

随着近些年来保护取得成效，野猪
的数量快速增长。国家林草局今年1月
发布数据显示，野猪在我国数量达 200
万头，致害省份达26个。野猪数量快速
增长有以下四大原因：

生物学特征：野猪因自身繁殖力
强、适应力强等特点，种群数量快速增
长。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近些年来，我
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持续改善，为野猪
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丰富的
食物来源。

保护政策实施：野猪曾被列为“三
有”野生动物，即具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捕杀受到严
格限制。

天敌的减少或增长缓慢：由于历史

原因，一些地区缺乏野猪的天敌，如
虎、豹、豺、狼等，导致野猪的数量增长
较快。

如何主动科学防控？

针对野猪致害事件频发，多地积极
探索开展猎捕调控、主动预防等措施。

猎捕调控：湖北省十堰市捕猎野猪
方式以犬猎为主。在湖北省十堰市，由
于野猪在当地没有天敌，繁殖很快，已
严重影响到百姓生产生活。今年，十堰
市郧阳区在全区20多个乡镇已开始有
序、限量猎捕野猪，还专门成立了专业
化野猪猎捕队，但每次犬猎行动，油钱
加上人力成本，都让团队倍感压力。

物理隔离：在十堰市郧阳区重要的
设施农业大棚种植区域，四周还建立起
隔离带，来减少野猪带来的损失。此
外，当地已申报3000万元项目资金，对
重点地段实施隔离防控，减少农民损
失、农作物伤害。

致害补偿保险：十堰市还在竹山
县、郧阳区等四个区域，实施了“野生动
物肇事责险补偿保险”机制，目前已理
赔 2800 起动物致损农作物事件，共计
498万元。

应对
个人可以猎杀野猪吗？

国家林草局野猪种群调控专家组
组长时坤表示，在野生动物危害严重地
区，通过猎捕减少野猪等非保护野生动

物，虽是无奈之举，但却是缓解和降低
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最直接、有效的措
施，原则是不能过度猎捕。

野猪目前已经不是“三有”动物，
但也不意味着就能随意猎捕：如果它
被列入地方重点保护名录，仍然需要
按照猎捕管理规定执行；即使没有列
入地方重点保护名录，也要遵守相关
的法律法规，比如不能用野生动物保
护法不允许采取的那些狩猎方式来进
行狩猎，例如下毒、用猎套等，在这些
方面要依法依规。

遇到野猪时“装死”管用吗？

野猪身体强壮、牙齿尖锐，攻击力
很强，尤其是在繁殖季节或受到惊吓
时，会变得异常危险。假如野猪朝你迎
面而来，该如何应对？

保持冷静，避免大声喊叫和用石
子、木棍攻击野猪，这种做法容易将其
激怒，进而导致野猪的袭击行为。

迅速寻找可遮挡身体的地方，即障
碍物、树木等，以免被野猪攻击。

设法离开现场，但切记不要拔腿就
跑，否则容易激怒野猪。

尽量不要背对野猪，避免被其袭
击，可以尽量保持与其对视，并慢慢地
后退，保持足够的距离。

专家建议，普通人碰到野猪应当尽
快远离，装死是不管用的。野猪如果感
觉受到威胁，攻击性会很强，对倒在地
上的人也会进行攻击。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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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不用采血即可检测疟疾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 徐鹏航）假药、回流
药，不仅危害医保基金安全，更影响广大患者用药安全和
身体健康。国家医保局11月2日发声显示，监管部门对
假药、回流药的发现、查处能力有了重大突破。

11月2日中午，国家医保局发布公告，首次通过药品
追溯码对假药、回流药“亮剑”。公告显示，通过对各地上
传的药品追溯码开展分析，发现11个省份46家医药机构
疑似存在复方阿胶浆的药品串换、回流药、假药等线索情
况，要求相关医保部门进行核查，11月20日前向国家医
保局上报核查结果。

这是国家医保局今年4月开展医保药品耗材追溯码
信息采集试点工作以来，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核查涉嫌
药品重大违法行为线索。

““一药一码一药一码””，，让假药让假药、、回流药回流药““无处藏身无处藏身””

药品追溯码一般以条形码或二维码形式，印制在药
品和医用耗材的最小包装盒上，是出厂时就被赋予的唯
一身份标签。

“药品追溯码就是药品的唯一‘电子身份证’。”国家医
保局大数据中心编码标准处处长曹文博说，“就像一组身份
证号只能对应一个人，一条药品追溯码只能对应一盒药。”

陕西省榆林市医保基金安全防控中心主任韩海军介
绍，如果在药品流通过程中，通过扫码仪器发现一组药品
追溯码重复出现，就存在假药、回流药以及药品被串换销
售的可能。同时，通过追溯码，相关部门还可实时动态查
看药品耗材生产、配送、零售各个环节信息。

此次国家医保局公告提及的46家医药机构，就存在
药品追溯码重复的情况，重复情况大于等于3次，且均发
生医保基金结算。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其背后
暗藏的，可能是波及多个省份的重大药品违法行为线索。

迅速推开迅速推开，，已覆盖全国超六成定点医疗机构已覆盖全国超六成定点医疗机构

在福建省厦门市，已实现全市1500余家定点零售药
店药品追溯采集100%全覆盖；在陕西省榆林市，截至6月
10 日追溯码管控系统共拦截同一药品再次支付 14057
次，涉及费用126.29万元……目前，全国多地已推开追溯
码使用。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28日，全国已
归集药品耗材追溯码数据31.27亿条，涉及29.68万家定
点医疗机构、49.72万家定点零售药店。

“这意味着我国超60%的定点医疗机构和超99%的定
点零售药店启动了追溯码的采集工作。”曹文博说，预计
今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追溯码的扫码入库工作。

““码码””上监管上监管，，守护百姓用药安全守护百姓用药安全

记者了解到，已有部分药品可以通过手机扫描追溯
码，获取药品相关信息。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追溯码进一步推开使用，患者购药时可以通过其了解
更多药品“由谁生产、销售到哪、是否被二次销售过”等

“前世今生”信息。
据悉，除了11月2日的公告外，国家医保局还将陆续

发布有关医保药品重复追溯码的相关信息。国家医保局
有关负责人提示，消费者可以保存一些药盒，如果发现国
家医保局发布的相关信息涉及自己所购药品，可以凭借
包含追溯码的药盒以及发票进行维权。

“让每一盒药都留下‘数字足迹’，药品追溯码赋能医
保基金监管，更好适应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位负
责人提醒，消费者切勿听信蛊惑，把医保药品拿去卖钱；
相关从业人员也要警醒，切勿倒卖假药、劣药、回流药。


